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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编

纂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汕头市的历史和现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服务。

-二、时间断限。上限按照事物的发生发展追溯，下限止于1 987年1 2月31日。附

录收至1 991年。

三、记述范围。所辖8县1市6个市辖区和1个经济特区，即：饶平、澄海、南澳、揭

阳、揭西、潮阳、普宁、惠来8县和潮州市，直属的安平、同平、公园、金砂、达濠、市郊6个

县级区与汕头经济特区。

四、结构体裁。全志4册，由总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传、附录五大部类组成。体

裁包含述、记、志、传、图、表、录。专业志分75卷。第一册内容以建置、行政为主，第二、

三册系经济类，第四册由科教文卫体及华侨、宗教、风俗、方言等卷合成。卷内层次分

编、章、节、目．以分册置目录。

五、历史分期。鸦片战争(1 840年)以前为古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 91 9年)

为近代，。五四”运动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 949年1 0月1日)为现代。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志书下限为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称“新中国成立后”。本

志所称“解放后(前)”，系指1 949年10月24日汕头解放后(前)。

六、数字用法与纪年方法。执行1 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轨采用公元纪年，行文中需用中国朝代、帝号、年号、干支纪年时，则

将公元纪年放在括号内。所用数据以统计部门资料为准．

七、对机构，社团、会议活动等的称谓，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应全称记载，以后可

能多次出现，拟用简称的，应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括号说明以后简称为什么。

八、人物入传。贯彻生不立传的原则，在市志入传者，应是对全市的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有较大影响者。鉴于各县烈士已入县志，市志入录只记区、乡农会

主席、乡长，部队连以上英烈。各区在断限之内已故的省级以上英模，排级(或相当排

级)以上烈士，解放前牺牲的烈士和各方面代表人物，能入传者选择入传，未能入传者进

表入录。对人物不加同志、先生、女士等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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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地处广东省的东南部，统辖饶平、澄海、南澳、揭阳、揭西、潮阳、普宁、惠来8县和

潮州市与直属的安平、同平、公园、金砂、达濠、市郊6个县级区，另有一个没有行政建制的经

济特区。

汕头市的地理座标为东经115。367—117。19 7、北纬22。53 7—24。147之间．北

回归线横穿本市中部。汕头市东北与福建省的诏安、平和接壤；西北同本省梅县地区的丰

顺，大埔2县为邻；西部接梅县地区的五华县和惠阳地区的陆丰县；东南濒临南海；北东海域

与福建省东山县相连。

汕头市有许多天然的良好港湾。海岸线东起饶平县的大埕湾上东乡，西止惠来县的岐

石区华清村，长265．6公里；沿海域分布有大小岛屿76座和南澎、勒门2个列岛。辖内南澳

岛，是广东省的唯一岛县．海岸线与岛岸线共长389．3公里。

汕头市总面积10346平方公里。还有可供开发的海滩涂面积约20．53万亩，有200米

等深线以内海域面积近3．8万平方公里。

汕头市区，是汕头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位于韩、榕、练三江出海的汇合处，总面

积245．5平方公里，分属6个直辖县级区，地理座标为东经116。23 7—116。48 7，北纬

23。127_23。48 7之间。汕头市政府设于外马路110号，距离广东省人民政府所在地区

345公里。市区的四至，东以新津河为界，与澄海县接壤，北邻潮州市的庵埠镇，西北与揭阳

县的地都镇毗邻，西南与潮阳县接界，东南濒临南海。

汕头市的地层主要有上三叠统上段、下侏罗统、上侏罗统和第四系地层．岩浆岩主要有

燕山期侵入岩、喜山期岩浆岩，尤其是燕山晚期的几次花岗侵人岩，形成本市的主要岩石。

汕头市位于东亚新华夏系构造带第二复式隆起带的东南侧与南岭东西向复杂构造带南

部东段的交接地带．汕头由于地质史上曾多次发生地壳运动，断裂较为发育，多组裂交错，

又处于环太平洋上地震带，是地震活动频繁区，据1977年国家地震局《中国地震烈度区划

图》，汕头市辖区及所属南澳、潮阳、澄海等3县，饶平、揭阳、惠来3县的部分地区，划为地震

烈度8度区，其余部分则划为地震烈度7度区．

汕头市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北部和西北部多山，形成了汕头市的屏障。山有呈北东至

南西走向的大北山和凤凰山，有西向东南走向的大南山。全市高达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

20多座，其中凤凰山的主峰凤凰大髻是本市的最高山峰，它高达1498米．东南平坦，积聚

成韩江三角洲、榕江三角洲、练江三角洲等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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